
基隆市衛生局 113 年度醫院督導考核表 
自殺防治業務 

醫院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督考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壹、考核項目：  

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標準 
配

分 

得

分 
備註 

1、組織

架構 

(10分) 

1. 機構由專責單位組成跨科室「自殺防治小組」，

負責自殺防治相關業務小組召集人層級限於副

院長以上，小組成員包含各職類相關人員

（如：醫師、社工、護理、心理等）。 

 

補充: 未有精神科專科醫師之醫院，以外聘至

少一名精神科專科醫生為輔助，並與鄰近設有

精神科的醫院建立轉介照會合作關係仍需設立

小組。 

4  

訂有自殺防治小組

組織圖、小組成員

含各職類及精神科

專科醫師、召集人

為副院長以上、明

確之工作任務各得 1

分 

2. 自殺防治小組每年至少召開 2次會議，且均須

由副院長以上層級主持，適時修訂自殺防治流

程。 

6  

每年由副院長以上

層級召開 2次會

議，並檢附小組會

議紀錄得 6分 

未達上述規範或紀

錄不完整 1〜5分 

未開會得 0分 

2、通報

關

懷

機

制 

(50+10

分) 

(c、d為加

分項目 +

各 5分) 

 

1. 建立院內急診、門診、住院病人自殺個案通

報標準作業程序及流程圖，以及包含遇連續

假期等人力較少時段之自殺通報處理方式、

聯繫窗口、相關表單等。 

6  

1.未達上述規範或

紀錄不完整 1〜5分 

2.提供自殺通報聯

繫窗口及相關表單

得 2分 

3.未提供得 0分 

a. 設有手冊（內含自殺個案通報及服務手冊、

本局函文配合辦理之公文與相關表格彙整

成冊，供工作人員隨時翻閱參考）或於院內

建置自殺防治資源系統，以利工作人員運

用。 

4  

1.服務手冊、本局

函文與相關表格彙

整成冊，以上項目

皆清楚呈現得 4分 

2.未達上述規範或

錄不完整 1〜3分 

3.無得 0分 



b. 知悉自殺行為情事需於24小時內至自殺防治

通報系統通報。 
10  

由衛生局操作系統

並抽查，知情 24小

時內於自殺防治通

報系統填送通報資

料。(依據自殺防治

通報系統時間為

準，若遇系統異常

可改以傳真通報，

但需自行紀錄留

存，並於督考時呈

現) 

符合 24小時內通報

之抽查案件數/抽查

案件總數=1，可得

10分，若=0.8則可

得 8分，以此類

推。*若無通報案

件，則調整總分比

例。 

c. 針對自殺行為個案有照會、轉診精神科之紀

錄 

適用所有醫院。(加分項目) 

4  

請檢附照會佐證之

紀錄至少 1 案，個

資去除。 

d. 急診通報自殺未遂個案應有社工人員即時進

行關懷，並有後續追蹤關懷紀錄。 

適用部基、長庚、三總、礦工(加分項目) 

6  

請檢附急診社工人

員及時關懷紀錄至

少 1 案，個資請去

除。 

e. 報案件資料完整性：資料完整應包含個案基

本資料、自殺方式(細節描述，如服用何種

藥物、服用數量、割傷情形等)及處置情

形。 

10  

由衛生局操作系統

並抽查，通報資料

需包含個案身分證

字號、自殺方式、

處置情形。 

資料完整之抽查案

件數/抽查案件總數

=1，可得 10分，若

=0.8則可得 8分，

以此類推。 

*若無通報案件，則

調整總分比例。 



 

f. 將自殺高風險單位(如0-24歲族群、癌症、

慢性精神疾病及其他重大傷病之病人等)住

院病人之自殺風險評估列入常規工作，訂有

分級處遇，設有轉診與照會精神科之機制，

並依院內高風險個案管理與追蹤機制，落實

後續追蹤關懷。 

10  

1.請提供自殺高風

險評估之流程圖或

相關工作手冊 

資料完整得6分 

資料不完整得1〜5

分 

無得0分 

2.請提供高風險個

案管理與追蹤流

程，或後追紀錄，

個資去除 

資料完整得4分 

資料不完整得1〜3

分 

無得0分 

 

g. 提供高風險個案出院辨識自殺危險警訊、救

援機制資訊訊息。 
10  

請檢附高風險個案

及家屬辨識自殺危

險警訊之衛教單張

及救援機制資訊。 

資料完整得10分 

資料不完整得0分 

3、員工

教

育

訓

練 

(14分) 

 

1. 落實醫療體系內部同仁，定期舉辦自殺高風險

辨識及危機處理相關講座，各單位派員積極參

與。 

a.自殺高風險單位住院病人自殺辨識訓練(請醫

院自訂防治重點族群) 

b.各類醫事人員自殺守門人教育訓練 

 (依據整合型心理健康計畫、自殺防治法、中

央考核自殺防治成效:社會工作人員、長期照顧

服務人員) 

宣導項目 對象 

自殺高風險單位住院

病人自殺辨識訓練

(請醫院自訂防治重

點族群) 

護理人員及醫師 

各類醫事人員自殺守

門人教育訓練 

院內醫事人員，除護理

及醫師外，亦包括藥

師、職能、物理治療

師、社會工作人員、長

期照顧服務人員等 
 

10  

請填寫附件一、二，

並於 10 月底前完成

及成果繳交。 

≧2 場次 得 10 分 

1 場次  得 5 分 

0 場次  得 0 分 



2. 盤點人力及受自殺防治相關教育訓練之名冊，

並檢附自殺防治業務通報聯絡窗口人員姓名、

職稱、電話。 

4  

請提供本年度自殺

防治相關教育訓練

之人員名冊、受訓

證書或相關文件以

茲證明，並有聯繫

窗口得 4 分 

無得 0 分 

4、環境

安

全

促

進 

(10分) 

 

1. 定期檢視環境設備，移除或更換可能被用於自

殺的物品，並確認環境安全防護機制效能正

常。 

例如：病室內盡可能排除被作為自殺工具之設

備;頂樓防火門開啟警報、防跳網、窗戶開啟限

制、院內應定期檢視及確認各項設備及環境安

全防護功能之正常。 

6  

請檢附定期檢視及

確認功能正常之安

全管理相關查核紀

錄及照片，可得 6

分。 

無得 0 分 

2. 院內放置心理衛生促進單張（如：紓壓技巧、

自我情緒照顧等）及自殺防治（如：1925關懷

專線、自殺防治守門人等）海報張貼於明顯處

供民眾參閱。 

4  

請檢附於明顯處張

貼 2 類海報之照片

得 4 分。 

無得 0 分 

5、社區

宣

導 

(10分) 

 

1. 針對新住民、孕產婦、慢性病患者、家庭照顧

者、失智照顧者、酒癮及藥癮照顧者等對象(請

醫院自訂防治重點族群)辦理心理健康、自殺防

治或精神衛生等相關議題之宣導活動、課程或

講座。 

10  

請填寫附件三、四，

並於 10 月底前完成

及成果繳交。 

≧2 場次 得 10 分 

1 場次  得 5 分 

0 場次  得 0 分 

6、災難

心

理

衛

生 

(6分) 

1. 建立災難心理衛生聯繫窗口，並至少參與 1場

相關人員災難心理衛生教育訓練。 
6  

請提供災心窗口，

並至少參與 1 場災

難心理衛生教育訓

練及提供相關文件

以茲證明可得 6 分 

未參加則 0 分 

貳、考核注意事項： 

一、自殺防治業務考核，考核時間為 1-10月，含加分項目 10分，總計分數若超過

100分則以 100分計。若有不適用項目不計分，依其他項目得分乘以比率計算總分。 

二、總分低於 80分者需將未得滿分指標以書面資料方式，函復審查說明，並提出具

體改善方式且於限期內完成。 

醫院填表人職稱/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

基隆市衛生局 113 年度醫院督導考核表 
自殺防治業務 

醫院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督考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 

得分： 

督導考核意見(含督導考核介紹內容及呈現方式)： 

 

督考委員簽名：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  衛生局人員  ：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

機構陪同人員：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

 



附件一-醫院自辦自殺防治教育訓練成果表 
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辦理方式 主講人 對象 參加人數 

範例 

113/7/5 

癌症住院病人自殺辨

識訓練 

演講  護理人員及醫師 50人 

範例 

113/6/5 

自殺守門人教育訓練 講座  護理、醫師外、藥

師、職能物理治療

師、社會工作人員、

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

100人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 

 

附件二-教育訓練成果 
照片   

日期： 

名稱： 

日期： 

名稱： 

日期： 

名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三-心理健康多元宣導成果表 
宣導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宣導人次 宣導方式 使用教材 醫院與其他機關、

民間單位資源結合

情形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備註： 

「醫院與其他機關、民間單位資源結合情形」為與其他機關、民間單位、公司行號合作辦理，如

有請寫單位名稱。 

 

 

 

附件四-心理健康多元宣導成果 
照片   

宣導方式： 

宣導人次： 

宣導方式： 

宣導人次： 

宣導方式： 

宣導人次： 

 

 


